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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的研究表明#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

'主要是免疫球蛋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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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患

者免疫球蛋白的糖基化程度#特别是血清中核心岩藻糖缺失的

免疫球蛋白水平明显升高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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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而免疫球蛋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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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如果缺乏岩

藻糖其抗体活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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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体的亲和力会改变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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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为进一步研究

患者糖基化免疫球蛋白的特性和功能变化#笔者根据小扁豆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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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#并应用十二烷基硫酸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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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结合免疫化学技术研究精神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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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组分的免疫学性质#为进一步研究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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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穿流液反复上样
$

#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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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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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0#F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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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收集穿流液#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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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降至近基线#终止洗脱#此为柱结合部分#收集合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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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规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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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泳#并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#将此硝酸纤维素膜纵向切成

适当宽度的条带#将膜浸入封闭液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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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#分别浸入封

闭液稀释的一抗!生物素标记的小鼠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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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#每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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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将膜浸入二抗$链霉素亲和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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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中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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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#每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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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在底物联苯茴香胺中显色#照

相保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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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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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血清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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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纯化率为

1!2

#用
"%2RXR8&+T-

电泳鉴定#在还原型凝胶上重链的相

对分子质量为
#9̀ "%

$

#轻链为
!9`"%

$

#染色比例约
!U"

#纯

度能满足实验要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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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
)

?

T

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的富集纯
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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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结果显示#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
)

?

T

经
Q'+

亲和层

析分离为两个组分#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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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见,国际检验医学杂志-网站主页

.论文附件/%)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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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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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层析柱后平衡液洗

脱得到的柱不结合组分#由非核心岩藻糖基化蛋白质构成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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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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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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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露糖苷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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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基葡萄糖苷混合液洗脱

得到的柱结合组分#由核心岩藻糖基化蛋白构成)柱结合组分

得到的蛋白量与上柱蛋白量相比层析得率为
90#.2

)将
Q'+

层析得到的两组分蛋白与血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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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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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泳#显

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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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的低丰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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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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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富集)柱结合组分在
#9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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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处有一条浓集的条带#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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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见,国际检验医学杂志-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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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分裂症患者
)

?

T

中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的亚型分

析
!

应用生物素标记的小鼠抗人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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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
亚型$

)

?

T

"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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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单克隆抗

体及
,(&8

链霉素亲和素系统作为分子探针#标记精神分裂症

患者
)

?

T

中用
Q'+

富集纯化的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经
RXR8

&+T-

电泳并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的电泳条带#实验结果显

示#精神分裂症患者
Q'+8)

?

T

可标记到
)

?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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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?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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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

)

?

T

$

#

)

?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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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显示)以条带的深浅粗略判断其水平的多寡#依次为
)

?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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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?

T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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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)而在相同实验条件下#对照组则可标记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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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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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亚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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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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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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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

T

是机体体液免疫的主要承担者#占免疫球蛋白总量的

7#2

#

/%2

#

)

?

T

的分离纯化是研究
)

?

T

的基础)蛋白
T

交联

琼脂糖凝胶具有与
)

?

T

的
[E

段特异结合的特性#且与人
)

?

T

的
9

个亚型均有很强的结合力'

7

(

#较适用于从人血清中提取

)

?

T

用于后续研究)此方法简便易行#无需特殊设备#适宜一

般实验室采用)

蛋白质的核心岩藻糖基化修饰普遍存在于糖蛋白中#机体

处于病理状态时#蛋白质核心岩藻糖基化通常会发生改变'

/

(

)

精神分裂症患者免疫球蛋白核心岩藻糖基化水平明显高于对

照组#且与血清总
)

?

T

水平无明显相关性#提示患者体液免疫

功能异常与免疫球蛋白过度糖基化有关'

$

(

)由于
Q'+

对具有

核心岩藻糖结构的蛋白质分子有很强的亲和力#可应用
Q'+

凝集素亲和层析分离和富集血清
)

?

T

中核心岩藻糖基化的蛋

白质)为了进一步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核心岩藻糖基化免疫

球蛋白的免疫学性质#笔者建立了
Q'+

凝集素亲和层析富集

纯化血清
)

?

T

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的技术平台#筛选并富集到

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
)

?

T

中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#并得到电泳

纯的样品)血清
)

?

T

的纯化率为
1!2

#用
"%2 RXR8&+T-

电

泳鉴定#在还原型凝胶上重链的相对分子质量为
#9`"%

$

#轻

链为
!9̀ "%

$

#染色比例约
!U"

#与文献'

7

(报道相近)由于血

清
)

?

T

中核心岩藻糖基化组分浓度很低#在实际操作中可采取

反复上样并严格控制流速的方式以增加目标
)

?

T

与
Q'+

的结

合率#实验结果显示#提取率可达
90#.2

#与文献报道的提取

率相近)

)

?

T

作为重要的免疫效应分子#基于抗原性及结构上的特

点#人类
)

?

T

可分为
9

个亚型#其中
)

?

T

"

+

)

?

T

!

+

)

?

T

$

及
)

?

T

9

分别占
1%0.2

+

!.012

+

#0$2

+

90!2

#各亚型间亦存在生理功

能上的差异'

.

(

)在机体免疫应答过程中#

)

?

T

"

+

)

?

T

$

发挥有效

的调理作用和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$

+X''

%效应#并

有很强的补体结合作用)而
)

?

T

!

+

)

?

T

9

作用较弱或无'

"%

(

)本

研究结果显示#精神分裂症患者核心岩藻糖基化
)

?

T

中#可检

测出
)

?

T

"

+

)

?

T

!

+

)

?

T

$

#而未检出
)

?

T

9

亚型&而在相同实验条

件下#健康者
Q'+8)

?

T

可检测出
)

?

T

"

#

)

?

T

9

全部
9

种亚型#

粗略判断其浓度也与文献'

/

(报道相近)研究结果揭示了精神

分裂症患者核心岩藻糖基化
)

?

T

的亚型分布特点及其与健康

者的异同)其
)

?

T

亚型条带检出与否及浓度水平也与各亚型

)

?

T

发挥的生理效应相关)

综上所述#本研究从免疫球蛋白糖基化层面为研究精神分

裂症免疫病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)在正常生理状态下
)

?

T

核心岩藻糖基化水平很低#但精神分裂症患者
Q'+8)

?

T

水平

增高的机制尚未完全明了)在此基础上对
Q'+8)

?

T

各亚型的

定量研究及对
)

?

T

过度岩藻糖基化引发的
)

?

T

构象与功能变

化的深入研究#将对揭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免疫病理机制有重要

意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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